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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阜宁县通过农业职业技能培训、农民

创业培训、阳光工程培训、涉农中专学历教育培训、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培训以及结合狠抓县域内农业

主导产业生产和现代农业产业发展，该县已培养了一

批适度规模生产经营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头人、

一线种养专业能手和农业社会化服务型人才，既为培

育造就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能

创业”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奠定了良好基础，也为破

解“谁来种地”、“地如何种”等现实矛盾提供了先

决优势条件。

1　基本情况

1.1　全县农村劳动力基本情况

据调查统计，截至2018年12月底，阜宁县农业人

口77.69万，其中农村劳动力36.51万人，占到全县农

业人口的46.99%。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全县农村劳动

力受教育程度相对偏低，农村劳动力中不识字或识字

很少的占4.3%，小学文化程度占21.6%，初中文化程

度占59.2%，高中文化程度占12.1%，中专文化程度

占1.7%，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1%，受过职业技

能培训的仅达20%。

（1）外出务工的青壮年人员。这类人分为两部

份，一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人，主要包括刚毕业的

初、高中学生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他们由于

自身的牵绊较少，一般会到远离家乡的大都市打工；

而另一部分人多数是35岁至55岁的农民，受到年龄、

文化水平等的限制，通常会选择在离家较近的县城从

事体力劳动，如拆迁、搬运、农村建筑、城市绿化、

环境卫生、家政服务、餐饮、商贸业等工作。

（2）留守在家且整体年龄偏大的妇女和有劳动

能力的老人。这部分人以中年妇女占多数，在干完自

家农活的同时到高效农业基地、家庭农场、农业企业

打零工（如除草、施肥、人工授粉、采摘瓜果蔬菜

等），日工资60-80元不等。留守老人有劳动能力的

大多数已成为看管家庭、农村耕作和代管儿童的主力

军，但其知识结构和劳动技能已经明显不适应现代农

业的需要。

（3）在农村从事种养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村

经纪人、农民专业合作社领办人等工作的劳动力。这

类人有自己的特长和优势，文化程度较高，思想观念

开放，务农意愿稳定，愿意接受新技术，更在意降低

生产成本，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单位产出，从而提高

农业的比较效益，他们大多数经济收入可观，是新农

村建设的主力军和带动农民群众增收致富的领头羊，

而且从调研了解到的情况看，新型职业农民基本上都

出自这部分人。

1.2　全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情况

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上，我们坚持“立足产

业、政府主导、多方参与、注重实效”的原则，立足

阜宁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围绕“粮食、蔬菜、生态

猪、水产养殖”四大县域特色主导产业发展需求，聚

合优势教育资源，构建形成了以县农广校为主体，以

县农业农村局各业务站（所）及其它各类专业院校为

补充，以农业园区、涉农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和家

庭农场为实训基地，满足新型职业农民多层次、多形

式、广覆盖、经常性、制度化教育培训需求的新型职

现代农业发展与农民职业化

——阜宁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董建强，蔡利国

（江苏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阜宁县分校，江苏阜宁　224400）

摘要：针对当前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难、种地乏人、种田效益低下”的现实，阜宁县农广校积极探索与实践

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工作，通过深入农村开展农民培训调研工作，摸清了全县农村劳动力基本情况，总结了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情况，认真分析了该县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做好新型职

业农民培育工作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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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

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过程中，县农广校根据培

训目标和要求，对参训人员实行个人申请、组织推

荐、学校审核等程序，严格把关新型职业农民的遴选

工作，挑选一批学习意识强、积极性高的种养大户、

家庭农场主和农民专业合作社骨干成员，保障培训工

作有的放矢。根据实际情况开设不同专业和工种的培

训，培训内容实行菜单式教学，根据学员学习需求和

热情，精心挑选授课内容和专题。同时根据学员需

要，组织带领部分学员到南京农业大学、扬州大学、

江苏农林职业学院、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盐城生

物工程高等学校等农业院校参加培训，营造浓烈学习

氛围，感受高等教育，筛选名师教授为学员作专题报

告。在教学时还特别重视实践观摩过程，安排学员不

仅到县外农业示范基地、高校园区观摩，开阔眼界，

而且带到县内示范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实践操

作，让创业成功的家庭农场主现身说法，激发学员学

习热情和提高培训成效。培训结束后，安排专业对口

专家实行定向跟踪指导服务，解决学员后期生产实践

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全面服务培训学员。

农民培训数量显著增加。自2012年开始，我校

结合江苏省农业基本现代化进程监测考核指标大力开

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截至到2018年底，我校累计开

展培训681期，培训农民75 289人，新型职业农民培

育程度从2012年的10.97%增长到47.68%。广大农民

通过职业技能培训，熟练掌握新的知识与技能，顺应

时代的变化，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提升农民整体经济

收益。

2　存在问题

2.1　农民文化素质偏低

由于农民整体文化水平偏低，且思想观念守

旧，使培训学习工作很难大范围推广；同时大多数农

民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缺乏对全新技术与知识以及

创新理念学习的意愿，导致新兴职业农民培育工作难

以顺利实施。

2.2　农民培训组织难度大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青年农民都

参与到外出打工的队伍中，导致留守农民逐渐趋于老

龄化。据统计，大部分镇区（街道、社区）参与培训

农民的平均年龄均达48岁以上，由于受到年龄、文化

水平以及培训地点、设备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培训效

果不突出；此外少数农民太过急功近利，不重视基本

知识的学习，这些都将大大影响培训的成效，从而降

低农民参与的积极性，使新型农民职业培育工作停滞

不前，影响社会新农村建设的持续发展。

2.3  加大宣传推广力度

在基层组织农民培育工作，首先要加大宣传推

广，通过各种媒介以及宣传单页提高农民的培训意识

与积极参与的动力。其次，加强基层村委领导的组织

能力，农民培训主体是农民，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

委会是他们的直接领导，农民培训需要他们的直接支

持，尤其是由农民自己组成的基层组织的支持。

2.4　缺乏有效地激励政策

县、镇两级财政用于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的

资金投入远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现有的扶

持政策也不足以吸引大中专毕业生、退伍军人、留在

农村青壮劳动力特别是返乡务农创业者、专业大户、合

作社领办人等“农二代”自愿接受农业职业技能培训。

3　进一步做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设想

3.1　强化政策扶持，增强农业农村创业兴业吸引力

从资金、技术和规划上政府相关部门应给予一

定助力，并在自主创业过程中给予各方面的政策支

持，比如工商登记、金融信贷，尽可能吸引更多的大

学生、青壮年农民工和退役军人等回到家乡发展创

业，有效促进当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农村经济

效益；在社会保障上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参加社会保险

比例，提高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标准等。

3.2　强化培训支持，构建完善的新型职业农民培养

机制

在培养方式上，通过田间课堂、固定课堂、空

中课堂和流动课堂建设，采用集中学习、生产实践、

考试考核和跟踪指导服务相结合的培养模式，保证

农民听得懂、用得上、能致富；在培养主体上，要

充分发挥好各涉农职能部门、农广校、农技推广站

（所）、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各类机构的作用，多元参

与，协同合作，共同为培育和发展新型职业农民做好

服务。

3.3　强化认定管理，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载

体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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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番茄病虫害对番茄种植业的发展具有重

要影响，种植人员要树立生态种植理念，引进“绿色

防控”技术，认真分析番茄病虫害的发生背景、情况

及其危害，并进一步制定科学的番茄病虫害治理策

略，创建多元化番茄病虫害防治体系，强化绿色防控

技术推广；一方面加大灭虫强度，另一方面提升番茄

抗病能力、调控番茄生长环境，全面强化番茄的抗病

虫害能力，降低病虫害对番茄产量及质量的影响。

Gree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echnology and Promotion of Main Pests and Diseases of 
Tomato in Xiangshui County of Jiangsu Province

Ding Lei, Wang Xi

（Xiangshui County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Promotion Experimental Station，Xiangshui County Plant Protection 

Station，Xiangshui，Jiangsu 224600）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vegetable industry，the planting area is expanding continuously，the planting period is 

increasing，and the occurrence of various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of vegetables is also obviously increasing.Tomato diseases 

mainly include downy mildew，powdery mildew，gray mold，late blight，etc.；Mainly：mites，whitefly，cotton bollworm and 

so on.In order to effectively solve this problem，I will actively explore the gree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echnology of vegetable 

pests and diseases，and has now formed a green control technology model based on agriculture，ecology，physics，biology 

and high-efficiency，low-toxicity and low-residue chemical pesticides.Control and reduce disasters，and further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green control technology for tomato pests and diseases，slow down the occurrence of tomato pests and diseases，

and improve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tomato planting.

Keywords：Tomato；Pests and diseases；Gree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echnology；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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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结合县域实际，充分考虑不同地域、不同产

业、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因素，从现代农业领军人

物、种养专业大户、农业合作社社员、农业园区技术

骨干、农产品经纪人等人员中，遴选出一批有思想、

理念先进、创业欲望强烈、市场意识超前、务农意愿

稳定、社会责任意识较强的农业从业者，作为新型职

业农民培育对象，分类分层次、循序渐进地推进认定

管理，通过加强认定管理工作流程，可以有效提升职

业农民整体素质以及技术水平，为今后造就一支“有

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能创业”的新型职

业农民队伍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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